
建国后十七年教育的思考与启示

王怀娟　中共长春市二道区委党校

　　【摘　要】建国后十七年期间，教育方针反映了领导者个人的思想追求、价值取向和行为风格，奠定了我国教育体制、教育价值和教育模式的基

本面貌。教育要坚持“优先发展，育人为本，改革创新，促进公平，提高质量”的指导方针，进一步推进教育改革。教育工作者要担当起历史和时代赋

予的重任，努力践行，积极奉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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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一、十七年教育事业的简要回顾
１９４９年９月，中国人民政治协 商 会 议 通 过 了《共 同 纲 领》，明 确“中

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 是 新 民 主 主 义 的，即 民 族 的、科 学 的、大 众 的

文化教育”。我党把文化 教 育 建 设 摆 在 重 要 位 置。成 功 地 完 成 了 对 旧

中国教育的改造；实行“向工农开门”的方针，大力开展扫盲和工农识字

运动；适应大规模经济建设 的 需 要，大 力 发 展 高 等 教 育 事 业；建 立 起 一

支忠诚于党的教育事业的 人 民 教 师 队 伍，构 建 起 比 较 完 整 的 国 民 教 育

体系，造就了大批德才兼备的建设人才和领导骨干。

１９５６年在《论十大关系》中，毛泽东明确批评学习外国经验“一切照

抄，机械搬运。”１９５７年３月，他与七省市教育厅局长座谈，第一次比较

全面地提出自己的教育 主 张。他 提 出 要 加 强 思 想 政 治 教 育，第 一 书 记

要管教育，全国统一教学计划不合适，要减少课程，减轻教材，要方便农

民子女就近上学，应当允许社办、民办学校等等。１９５８年４月，中央召

开的教育工作会议，既批判了照搬苏联的“无产阶级教条主义”，也批判

了所谓的“资产阶级教条主义”，标志着一种有别于５０年代照搬苏联模

式的新的教育方针、教育路线的形成。

１９６０年，由于大跃进 的 恶 果 在 各 方 面 都 显 现 出 来，于 是 中 央 提 出

“调整、巩固、充实、提高”的八字方针，教育方面还提出四个适当：“适当

缩短学制，适当增加劳动，适当减轻负担，适当提高程度”。

总的来说，２０世纪五六十年代基础教育的方针徘徊于“扩大教育机

会—提高教育质量”这样两 个 不 同 的 目 标 之 间。以 政 治 运 动 方 式 推 行

的教育改革，造成了教育发展的剧烈动荡。

　　二、十七年教育的基本理念
１．强调党对教育事业 的 领 导 权。教 育 作 为 上 层 建 筑 的 一 部 分，体

现的是统治阶级的利益，是为统治阶级利益服务的，没有超越阶级的教

育，也没有不带阶级色彩的教育。关于这一点，１９５８年９月，中共中央、

国务院《关于教育 工 作 的 指 示》中 明 确 强 调：“教 育 工 作 必 须 由 党 来 领

导”，党对教育工作的领导主要是通过制定教育方针、政策，从思想上和

组织上进行领导。同时，还明确指出 “党 的 教 育 工 作 方 针，是 教 育 为 无

产阶级政治服务，教育与生 产 劳 动 相 结 合；为 了 实 现 这 个 方 针，教 育 工

作必须由党来领导。”。

２．教育要面向全体人 民。建 国 初 期，毛 泽 东 把 恢 复 和 发 展 人 民 教

育当作当时的重要任务 之 一。在 他 的 倡 导 之 下，党 和 各 级 政 府 制 定 了

一系列政策和措施来推 动 教 育 事 业 的 发 展。我 党 提 倡，教 育 要 面 向 全

体人民，人民享有同等受教 育 权 利，提 出 要 组 织 和 支 持 农 民 学 文 化，而

且很重视少数民族地区的教育，指出少数民族地区要搞建设，就要培养

自己的干部和科学家。毛泽东还指出在教育上对资本家子女要一视同

仁，“至于入学、助学金、入团和戴红领巾这些问题，要一视同仁，只看 条

件如何，不要看家庭出身。”

３．教育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。在我国私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 改 造

取得了初步胜利之后，如何 解 决 培 养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人 才 的 问 题 显 得 尤

为迫切。在这种情况下，毛 泽 东 提 出 了 社 会 主 义 建 设 时 期 总 的 教 育 方

针。他在《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》一文中指出：“我们的教

育方针，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、智育、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，成为有

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。”这一方针不仅指明了我国的办学方

向，提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对培养一代新人的必然要求，同时也是马

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学说在我国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具体运用。

４．教育要与生产劳动相结合。建国以后，教育与生产劳 动 相 结 合，

成为我国社会主义教 育 的 一 项 基 本 原 则。１９５７年３月１２日。毛 泽 东

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讲话说，“许多东西单从书本上学是

不成的，要向生产者学习，向工人学习，向农民学习”。并强调，“读 书 是

学习，使用也是学习，而且是更重要的学习”，学习的目的是为了解决 问

题，增长才干，而不是为了读 书 而 读 书，要 把 书 本 上 学 到 的 理 论 运 用 到

实际工作生活中去，解决实际问题。

　　三、十七年教育发展的启示
目前中国正举办着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。全面普及九年 义 务 教

育，实现了高等教育大众化，成为人力资源大国。但是，１９９０年以来的

中国教育是以教育规模、数量的急剧扩张为主要特征的，从而使教育 更

具有全民教育的性质。教育 改 革 以 解 决 教 育 经 费 短 缺 为 核 心，以 提 高

宏观效率为主要取向，初 步 出 现“多 元 化”的 格 局。单 一 公 立 学 校 的 格

局被打破，出现了投资、办学、管理体制的多元化，引导了教育价值 的 多

元化，而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增长缓慢。在这种情况下，对教育公平 比 较

忽视。各种名义的“市场化”改 革 在 很 大 程 度 上 损 害 了 教 育 的 公 共 性、

公益性和公平性，加大了基 础 教 育 的 城 乡 差 距、地 区 差 距 和 阶 层 差 距。

公办教育通过“转 制 学 校”、“名 校 办 民 校”、“独 立 学 院”等 政 策 设 租 寻

租，面向社会、家长强势地攫 取 经 济 资 源，形 成 与 民 办 教 育 的 不 公 平 竞

争；民办教育受到歧视，发 展 艰 难。愈 演 愈 烈 的 择 校 热、巧 立 名 目 的 乱

收费和高额的“择校费”，使教育支出成为民众的重负。单一的“分 数—

能力”标准被打破，以金钱 换 取 学 额 被 大 规 模 地 合 法 化，造 成 教 育 的 社

会声誉严重跌落。

２０１０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，通过了《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

发展规划纲要（２０１０—２０２０）》，明确提出了今后我国教育改革 和 发 展 的

２０字工作方针，即“优 先 发 展、育 人 为 本、改 革 创 新、促 进 公 平、提 高 质

量”。推进素质教育，与教育均衡发 展 有 着 密 切 的 关 系。正 是 由 于 教 育

发展不均衡，为了追求优质 教 育 资 源，才 出 现 了 激 烈 的 考 试 竞 争，加 重

了学生的课业负 担，严 重 阻 碍 了 素 质 教 育 的 推 进 和 教 育 质 量 的 提 高。

教育公平与教育质量之间形成了一个相互影响的循环结扣。解开这 个

结扣，需要双管 齐 下。一 方 面 要 大 力 改 造 薄 弱 学 校，扩 大 优 质 教 育 资

源；另一方面要加大教育教学改革力度，改变人才培养模式。

促进教育公平、教育机会均等。通过正确处理政府、市场 与 学 校 的

关系，确立教育的公益性、公共性、公正性等基本价值，确立政府提 供 公

共服务、公共产品，维护公平 竞 争 的 市 场 秩 序 等 基 本 职 责，规 范 政 府 在

市场经济环境中的行为。在 多 元 利 益 格 局 的 现 实 中，建 立 新 的 公 共 政

策决策机制。通过公众参与、多 元 利 益 表 达 和 利 益 博 弈 等 机 制 和 制 度

创新，达到价值和利益的平 衡，确 保 教 育 公 共 政 策 的 公 正 性，避 免 教 育

公共政策仅为“官场”和“市场”所左右的失误。

推动教育科学发展，主要 体 现 在 胡 锦 涛 总 书 记 在 全 国 教 育 工 作 会

议讲话里边的五个必须，“推 动 教 育 科 学 发 展，必 须 坚 持 教 育 的 优 先 发

展，必须坚持以人为本，必须坚持改革新，必须坚持促进教育水平，必 须

坚持提高教育质量”。要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，在教育实践中 要

尊重人、关心人、理解人、促 进 人 的 全 面 发 展。以 人 为 本 对 基 础 教 育 来

讲就是以学生为本，就是 以 中 小 学 生 为 本。要 尊 重 学 生 年 龄 阶 段 的 特

征和每个学生的个性差异。既面向全体学生，又注重因材施教，这 就 是

以人为本对我们的要求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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